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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编辑张则火和
叶蔡来在乡政府大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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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地方志，我不敢评说，因为陌生；对于《晓塘乡志稿》的付梓，

我不能不说，因为确实有所感动，实在可喜可贺。

第一句，很意外。首先，想不到在有意无意之间，晓塘乡就有了一

本内容丰富，足以彰先昭今、承前传后的志书。原先乡党委、政府只是

要求两位老先生配合《象山县志(2008)))修纂，提供些本乡的资料而

已；其次，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硕果上枝。因为志书不是文学作

品，志书要言言征实，字字有据，来不得半点马虎，下笔千言、一夜而

就的虚构天才在这里是派不上用场的；再次，想不到晓塘乡有这样悠久

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，比我预想中来得深切，假如不通过本次修志

的析理，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片山海之间的土地还有这样的过去。

“没有志书就没有历史”、 “没有志书就没有文化”，对晓塘乡来说不会有

大错。

第二句，很有用。你要知道晓塘全乡有多少个姓，多少口井，多少

座寺庵庙宇，多少座桥梁，多少座山塘水库，多少个工厂、企业、生产

队；曾经如何吃食堂，如何劳动，如何记工分，如何分配粮食，如何分

配现金；发生过哪些有影响的事件，诞生过哪些有作为的人物，经营过

哪些攸关民生的产业⋯⋯大多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。其“存史、资治、

教化”的作用会随时间的久远而放大和加强。

第三句，很辛苦。张则火先生卸甲从文，先为军人，后为教师。作

为一个军人，有拼命精神，他已经退休好几年，开始不肯接受这个苦差

使，一旦做起来，则不分日夜，有一次血压高到200多度，被别人送到



医院才脱险，即使这样，他还是坚持一定要独立成书的信念。作为一个

教师，他有一种文人的责任感和潜意识中的文化使命感，他从晓塘中学

领导岗位退休之后，本来一直悠闲于宁波、丹城与晓塘之间，因为这一

次不够坚决的拒绝，就成为自己对自己的承诺，你可以善意地说他自找

苦吃，但就是因为受了这份辛苦，才为生养过我们的家园留下一份能够

永远的文化遗产o

第四句，很感谢。作为现任的晓塘乡党委书记，首先要感谢张则火

先生，以及他的搭档叶蔡来先生，没有他们的任劳任怨和辛勤付出，就

绝对不可能使晓塘乡成为象山县第二个拥有自己乡志的乡镇。其次要感

谢县志办和有关方志专家们的热情支持和指导。再次要感谢乡邦仁人为

本志稿出版而作出的热情帮助和无私奉献。

本志稿的出版，值得庆贺。对于晓塘乡这是一项有历史意义的文化

工程，也是j座重要的文化纪念碑。

是为奇Q

中国共产党晓塘委员会书记张洪成

二o o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于乡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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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晓塘乡志稿》经过一年多努力，终于付梓成印。则火先生嘱我为之

序，我欣然从命，不仅是因为志稿的如期完成所欣喜，实在是志稿完成

过程中的甘苦，确实有让人不能不说的几句话o

2007年初，二轮修志在我县各乡镇全面开展，我几次推荐则火先生

去参与晓塘乡的修志工作，但都被他以身体不好、人住在宁波为由而婉

拒。我也不好意思勉强他。一天，他突然来到县志办，不好意思地告诉

我，他终于被乡里领导说动，来参加修志工作了。我说： “好哇!上了

马就容不得你下马o”

则火是一个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很认真的人。他很快地全身心地投入

到这项工作中去。查阅档案，考证家谱’，走访老人，调查乡村，踏勘田

野⋯⋯，一件接着一件，一项连着一项。苦得吃不上饭，睡不着觉。没

有了星期天，甚至没有白天与晚上的感觉。一座桥，一条路，一座寺，

一块碑，他都要亲自去调查，亲自去丈量。他感叹地说： “修志苦，太

苦了!”星期天，我的手机常响起他的电话，连我的爱人都说： “这肯定

是张则火的电话。”翻开一看，果然是他，我笑了。我对则火说： “你不

要命了，星期天还在上班?”他说： “没办法，上马容易下马难，陷进去

了，就拔不出来了。”修志找到了“拔不出来”的感觉，这是何等的倾

注，能不让人感动吗?终于有一天，他电话告诉我，人天昏地旋，站不

住了。我让他赶快到石浦台胞医院去检查，血压升到200多，真危险!

对于这样的辛苦，有时他反倒有点乐，特别是晓塘乡的黄氏家谱考

证，让他发现了许多新材料。于是鳌峰的潘氏、竹山的陈氏，他一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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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地翻阅，在古纸堆中淘出了许多“宝贝”，有时他会一天中接连三番来

电，告诉我好消息——自然是指获得新材料。他说这是苦中作乐，不!

是苦中有乐。辛苦得到回报，他说这才是修志人的幸福，那种幸福同样

让他睡不着觉。

这使我想起了梁启超的《最苦与最乐》，他说： “人生什么最苦呢?

贫吗?不是。失意吗?不是。老吗?死吗?都不是。我说人生最苦的事

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。”“反过来什么事最快乐呢?自然责任

完了，算是人生第一件乐事。” “大概天下事以苦中得来的乐才是真乐。

人生须知道负责任的苦处，才能知道有尽责任的乐处。”我想则火先生苦

与乐也定是“责任”两字所致，实在可敬。

则火先生在修志实践中，悟出了修志的门道，意识到乡土修志就是

要保存一方历史材料，要在资料搜集上下功夫，尽可能使资料详尽、完

整、真实。终于，他积累了许多材料，然后分门别类的整理，形成了一

本资料汇编，取名为《晓塘乡志锄。这部志稿特点是资料丰富，内容翔
实，题材广泛，几乎囊括了晓塘乡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，大大小小；

志稿另一个特点是具有乡土风貌，有很强地方特色。如励家坪的渡头街，

大树墩渡口，鹁鸪头涨网等；第三个特点是关注民生。百姓的生活，农

民的收入，生产队的记账，‘甚至全乡的第一辆桑塔纳轿车，都作了记载，

很有人文性，志稿注意用细节反映民生，反映历史，这是很好的倾向，

值得肯定；第四个特点是历史开掘较深。许多人以为晓塘乡历史比较短

浅，但经过调查发掘，她的历史悠久而深远，上溯战国时代，绵延至今；

横及生产、文化，厚重丰实。志稿展现的历史材料，显示了晓塘乡灿烂

的文化积淀。

无庸讳言，志稿也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，如分类的不够精当，章

节布局的不够合理，语言表达也欠斟酌，材料处理也较粗糙，如要求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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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备的话，能挑剔的东西也不少。但是能在这样仓促时间里，出这样一

本志稿也属不易。我敢说，志稿虽然并不是一块关玉，但它肯定是一块

朴玉，朴实无华，可以雕琢，可以打造。里面许多细节性材料，可以成

为史家不可多得的资料。 “以细节而取胜”应该是这本志稿最有特色的

地方。值得指出的是这本志稿还对民国《象山县志》和《象山县地名志》

中关于晓塘乡方面记述的一些错误作了修正，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应

该肯定的。

《晓塘乡志稿》是则火先生在友人支持下，自己筹资刊印的。他为我

县这次两轮修志开创了集稿成志的先例，值得庆贺。噜嗦地写了上述这

些话，谨表示我的敬意。是为序。．

《象山县志(2008)》副主编 张利民

二o o八年十一月五日于县志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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